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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作者张经纬

不只看稀奇，带娃参观博物馆有“秘籍”

来博物馆不能只是看稀奇
今年是张经纬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第十年，与文

物打交道的他一直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历史文化常识。2017

年底，知乎邀请他做一个关于文物的音频课程，“因为有

些博物馆的陈列和讲解不够友好，导致很多人看不懂，所

以这个课程讲的就是文物背后的故事……”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共计 12 个课时的音频课程备受欢迎，后来也就成了

现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这本书的雏形。

为什么要用文物来讲历史？张经纬有自己的见地 ：“我

在博物馆工作十年，可以说和文物 360 度无死角亲密接

触。逐渐我就有了一个基本观点——文字记载的只是半部

历史，而另外半部历史文物可以告诉你。”

“现在，到博物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很

多观众眼睛是看到了文物，但脑袋里对这些文物的了解其

实是有距离的。我就想，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让更多的观

众到了博物馆不光是看个稀奇，而要能看懂、看明白。所

以，在书中，我为中国古代每一个朝代挑了一种类型的文物，

由这类文物代表这个朝代来讲故事，进而串联出历史的简

明脉络。”

和音频课程一样，这本新书也分为 12 个章节，张经

纬分别用玉石、青铜、壁画、书法等文物逐渐串联起中

国历史的脉络。“我们在历史课本里读到的是扁平的历史，

文字只会告诉你，什么朝代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但

文物才是佐证历史的证据。”古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些艺术

品？他们又是在什么背景条件下创造的？这些文物又怎样

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张经纬认为，只有解决了这些问

题，历史才能真正变得鲜活起来。

在这本书里，张经纬始终没有就某一件艺术品谈论制

作技法、美学价值，更不会谈论市场价值。他说，文物被

很多人视为“宝物”，人们却往往忘记了，文物一开始也是

古人的日用品。“他们曾经使用过这些物品，通过这些物品

的交换，古人可以建立友谊、结成婚姻，从而推动人口的

增长、文化的演变。

只不过，它们中的

一小 部 分， 有 幸

在历史长河中，经

历千百年后得以保

留 下 来， 进 入 博

物 馆 里， 让 更 多

的人了解古代人们

的 所 思 所 想。 于

是， 文 物 就 显 得

弥足珍贵。”

因此，张经纬

没有把 文物单纯

视为“宝物”，而

是 结 合文 物 的 时

代 特 征， 把 文 物

和 历史 的 联 系 呈

现给读者，并且围

绕 这 些 物品背后

发生的历史故事进

行展开，最后带出此

类文物对历史的巨大反馈。

在这本书的豆瓣评论中，有读者提出这样专业的质疑：

以物来写史是有很大风险的，在不同朝代选择不同阶层使

用的物品，会对书里最终呈现的社会阶层形态产生影响。

对此张经纬表示，在选取文物上，他并没有按照阶层来分，

而是选择那个朝代影响力最大的、读者最为熟悉的物品

来表达。“提起商朝，我们就想到青铜器；提起宋朝，我

们就想到山水画……这是为了方便读者认识朝代。”他坦

言，这是一本文物的入门书籍，没有深奥难懂的内容，不

管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能有比较好的阅读体验。

  

博物馆不再是“阳春白雪”
这两年，随着各类文物纪录片的大热，有越来

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对此，张经纬表示，这对博物

馆来说，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一方面，观众越多我们

越有成就感，另一方面，这也在倒逼博物馆积极创新。”

“以前很多人好几年才进一回博物馆，博物馆搞一

个展览可以放三四年。但现在观众一年进两三次博物

馆，还是带着期待来的，要让观众每次来都有新收获，

博物馆自然不能偷懒，要积极主动推介，积极筹划新

的展览。”

去年 5 月，湖南省博物馆组织发起，携手国家

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山西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

馆、广东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六大博物馆联合推

出——“博物馆抖音创意视频大赛”，用短视频吸引

粉无数。对此，张经纬感叹 ：“以前博物馆总有点自视

甚高的感觉，觉得自己是阳春白雪，和观众距离太远。

现在博物馆的姿态一直在放低，利用科技和新媒体的

助推，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

有的尝试。让博物馆变年轻才是最好的方向。”

谈到湖南省博物馆，张经纬说 ：“去年我还来送

过展品呢！”作为上海博物馆古代工艺研究部的研究

员，他的研究方向是少数民族工艺，征集文物、丰富

馆藏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因此他常到各地出差，湖

南也来过好几次。“湘西很多地方，比如凤凰、花垣、

古丈我都去过，那里丰富的民族地区文化，是我们东

部地区看不到的。”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用板蓝根作

为染料的湘西蓝染布，在新书的最后一章，他讲的就

是蓝染布。

在湘西地区对传统手工艺的探访，让张经纬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走进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走出博物馆。

对博物馆的探索结束后，要回到生活，去找寻身边原

生态的、真实存在的文化。这样才能真正丰富我们的

学习与生活经验。这些，也是静态的书本里很难获得

的体验。

和去图书馆一样去博物馆
怎么让孩子在参观博物馆时学到东西？这也许

是不少家长苦恼的问题。在做线下活动和观众交流时，

也有很多家长问过张经纬这个问题。对此张经纬表示，

要想避免孩子走马观花看博物馆，他有两个“秘籍”

可以传授。

“其一就是家长要摆脱功利心，改变以往的思维方

式，不要期望孩子逛一次博物馆就能掌握很多知识。”

张经纬说，家长要把博物馆看成图书馆，“图书馆不

可能一辈子只去一次吧，你去一次借一次书，看完了

再去借，博物馆也是一样的，孩子一次看不明白，那

就再带着他多去几次。”

 其二就是让孩子带着功课去博物馆。“每次去博

物馆之前，家长可以交代孩子一个任务，比如说数数

博物馆里有多少种不同的青铜器、有多少樽和鼎等问

题，让孩子带着笔和纸去记录，回家后再进行考核。”

张经纬说，孩子在去博物馆前有明确的目的，每次去

才能学到新知识。“家长的问题也可以结合孩子的爱

好来问，比如孩子爱画画，就让他数数古画中的鸟。

如果孩子喜欢书法，就让他记住博物馆里有多少种书

法作品。这样孩子们就慢慢有了兴趣，也就有了知识

积累。”他表示，适当运用儿童心理学的方法，可以

不再让参观博物馆的孩子走马观花。

 如果孩子对博物馆感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知

识，除了自己的《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之外，张

经纬还推荐《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和《大英博物馆

中国简史》两套书籍 ：“图片多，讲的历史故事也很好

玩，前者了解世界，后者了解中国。”

博物馆怎么突然就成了旅游热
点？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湖南人来说，
应该是从一个刷爆朋友圈的叫做《文
物戏精大会》的短视频开始的。然后，
我们才惊觉，电视里怎么突然多了
这么多博物馆的节目——《我在故
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假如国
宝会说话》……

随着这些纪录片和电视节目的
大热，记忆中那些玻璃柜里冷冰冰
的文物突然变得可爱起来，仿佛一
个个逐渐揭开神秘面纱的历史人物
走到了我们面前，博物馆也似乎在
一夜之间就挤满了游客。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博物馆达 5000 余家，年
参观人数接近 10 亿人次，尤其是湖
南省博物馆年接待观众达 362 万人
次，是全国接待人数最多的省级博
物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
博物馆正逐渐成为亲子活动、学校
教育、情侣约会、旅行打卡必备地。

那么，问题 来了，这么多人自
觉不自觉地走进了博物馆，但你敢
保证你能把博物馆里的文物看明白
吗？古人为什么要把它们创造出来？
这些安安静静的文物背后有着怎样
波澜壮阔的故事？近日，上海博物
馆馆员、知名作家张经纬携新书《博
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来了长沙。有
先睹为快的读者这样说——在这本
书里，张经纬让文物动起来了，他
用文物动态地串联了一部简明的中
国史。也许，当你翻开这本书之后
终于发现：以后，参观博物馆不再
是雾里看花了。

扫一扫，发现
博物馆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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